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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悠久，其沿革可追溯到1 953年1 0月成立的北京航空

学院政治教研室o 2008年1 2月，成为独立的直属学校的教学科研二级机构思想政治理论学院o

2016年9月，学院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。

学院现建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，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、马克思主义

中国化、思想政治教育、党的建设4个学科方向，拥有一支年龄、职称与学缘等结构合理、充满活力

的专任教师队伍。

学院承担全校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。成立以来，提炼了“思想性、知识性、文化性和

实践性”四位一体的教学理念，探索了本硕博一体化和课程教学专题化教学模式，形成了“思政课

讲出专业情”与“专业课讲出思政味”的北航特色，打造了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为主体，思想

政治理论类选修课和专题课为“两翼”的思政课程体系。人才培养方面，探索形成了厚植情怀、强

调基础、注重实践、强化融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机制。学院毕业生就业率高，就业单位涵盖政府机

关、各类企事业单位、大中学校等。

学院承担4个省部级基地及中心建设任务，即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——首都高校党

建研究基地，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示范点，教育部首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和

工信部党的政治建设研究中心。2019年，入选北京市首批重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。

学院建有国际问题研究中心，大力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。与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政治学

院、日本新溺大学社会文化研究院签订学术合作协议，实现教师互访与科学研究合作。学院每年至

少举办1次高水平国际会议，具有3个月以上海外背景教师比例现已超过60％o

学院党组织坚持并不断加强项层设计，制定学院发展规划，统筹推进教学、科研、人才、交流、服

务等各项工作，始终发挥战斗堡垒作用，连续1 0年获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“五星党支部⋯党建示

范创建标杆学院”等荣誉。

建设“特色鲜明，国内一流”的教学研究型文科学院，是学院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的目标定位。

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紧紧围绕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学校“双

一流”建设战略布局，突出质量、特色和贡献，努力建设国内一流的教学研究型学院，为实现学校建

设根植于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

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努力奋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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